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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方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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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话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交际沟通、求学任职所必不可少的通用语言，也是衡量大学生综合素
养的重要指标。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明高校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推普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高校推普现状及影响推普的因素，提出多角度、多方位的解决思路，以期望能更好的推动高校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
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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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重大。而高校作为人才孕育及语言
文字推广的前沿阵地，深入探究高校语言文字推广模式，对提
升高校学子语言文字技能，增强语言文字实力，推进语言文字
事业全面发展等至关重要。 

一、高校语言文字推广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的不断深入，国

民通用语言文字技能不断提升。以湖北省为例，2018 年参加普
通话水平测试人数达 363284 人，其中二级乙等以上的考生占比
81.9%，较 2016 年上升约 1 个百分点。就高校而言，在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高校要深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
—2020 年）》巩固高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阵地，将语言文字工
作做为教学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发挥语言文字事业基础
性和全局性作用。由此可见，国家对高校语言文字推广的重视
力度不断加深，但实际上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学生语言文字基础薄弱，认识不足 
许多学生在中学阶段受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一味追

求卷面高数，却严重忽视了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导致许多大
学生错过了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对通用语言文字重视程度不
足，文字运用不规范，语言功底薄弱，口语方言化等，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交际沟通及个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大学生对通用语言文字的认识不足，仅以不妨碍日常沟
通作为衡量语言功底的标准，缺乏对语言文字传承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 

（二）高校投入力度不足，教学培训体系待完善 
在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的播音与主持专业、影视话剧表演专业毕业生须达到一乙
水平，师范类中文专业毕业生须达到二甲水平，其他与口语表
达密切相关专业毕业生须达到二乙水平”。除此之外，其他专业
开设语言文字类相关课程较少，导致许多对普通话感兴趣的学
生却没有深入学习的机会。同时，许多高校仅在测试前夕开展
相关培训工作，培训投入成本低，培训内容死板单一，培训工
作也流于形式，很难在短期内深化学生对普通话的重视程度，
也很难对学生的语言文字技巧有实质性提升，学生也以应付的
心态来完成培训，培训课堂人数寥寥无几已成常态。 

（三）地方方言根深蒂固，对高校语言文字推广影响较大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种族多样。因受当地历史

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与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差别较大的地方语言。方言作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存，反映了该地区特有的政治、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社
会特征，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许多方言
的发音与普通话的发音差别较大甚至完全相反，因此，发音的

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普通话的学习。从方言种类来看，大概
分为七类：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
闽方言、粤方言等。从民族文化来看，除汉族、满族和回族通
用汉语之外，蒙古、新疆、维吾尔等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系
统。许多学生自小在方言环境的家庭里生活，在方言氛围的课
堂中学习，所有方言潜移默化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一语言”，先
入为主的现实加大了高校普通话推广的难度。 

二、加强高校语言文字推广的必要性 
（一）高校学子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随着高等教育的门槛降低，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逐步普及，

人们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不断增强，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
不断增多。据国家数据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近十年，高校学
生规模持续扩增，截至 2018 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到 2831
万，高校毕业生人数也长期居高不下。大学生群体自身具备较
高的文化素养，同时，其善于用网络媒介来表达自身诉求和对
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社会舆论产生着举足轻
重的影响。因此，加大对高校语言文字的推广势在必行。 

（二）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 
高校是多种文化汇合交融的场所，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

域乃至不同国家的学子带来其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文化，相互
交流、碰撞、融合。而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加
强高校语言文字推广，有利于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
升中文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高校语言文字推广的新视角、新方式 
（一）打造以课堂为依托，以活动为基点，以赛事为保障

的“学、练、竞”一体化推普体系 
课堂作为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技能传授的重要场所，师资

水平与课程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课堂的质量。在师资水平方
面：高校要重点培养或引进一批专业水平高、教学经验高、教
学方式好的创新型普通话师资团队，加大对其培训与考核。在
课程设计方面：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根据不同专业类型，设
置不同课程体系；采取以滴灌式培养代替漫灌式教育，减少理
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更多练习的机会；普通话证书与学分挂钩
作为许多高校激励学生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重要手段，给学生
营造出等级测试是语言文字学习的主要目的，诱发学生“学得
快，丢得快”的不良现象，而学校应以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为主，以普通话水平测试为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
使学生真正能够学得进、说得出、考得好。 

以课堂来传道授业，以活动来演练提升。大学的多彩在于
其不仅课程多样，而且活动丰富。高校应坚持以每年“推普宣
传周”为契机，以各类语言文字活动为载体，开展包括古诗朗
诵、歌舞表演、经典演绎等一系列师生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活跃推普文化氛围，扩大师生在高校语言
文字推广工作中的参与度与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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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众多大学生都希望通过参加各类比赛来丰富阅历、
提升能力，与语言文字及文化传承相关的赛事具有受众面广、
参与门槛低的先天优势，更能吸引广大学子的参与。高校应此
为机遇，积极筹备、开展各类语言文字赛事，使学生能够学以
致用，将其语言文字能力在竞赛中应用、锻炼和提升。 

通过课堂、活动、赛事三位一体化推普措施，从而营造出
“学、说、用、竞、考”的全方位推普环境。 

（二）正确处理、科学保护、积极传播各民族语言文字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是抵制和消灭方言及民族语

言，也不是同化各民族文化，而是以一种通用语言表达来更好
地推进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汇合交融。通用语言与地方方言并不
是此消彼长、互相竞争的关系，随着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的深入
展开，双语持有者人数将不断攀升。高校要依法正确处理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以鼓励引导代替强
制约束；创新宣传手段，充分运用新媒体来宣传推广，加强校
园舆论引导；同时，加大对各族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建立语
言文字数据库和语料库，充分发掘、合理运用语言文字的文化
价值，推动语言文字资源共享，最大程度保护各族濒危语言。 

四、结语 
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朝一夕就

能完成。就高校而言，不要计较一朝一夕的成果，要做好打持
久战的准备；就学生而言，并非通过测试，获得证书便功德圆
满，要将使用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作为一种责任与担当，将其
融入到自身的日常生活中，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中国的魄力，

为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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